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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歌颂母爱的《游子
吟》，让 很 多 人 记 住 了 孟
郊。其实，这只是诗人生命
中少有的温情与亮色。他
在中唐的乱世里踽（jǔ）踽独
行，一生十分寒苦。宋代苏
东坡评价孟郊和贾岛的诗
为“郊寒岛瘦”，元代的元好
问则称孟郊为“诗囚”。

孟郊死后，相传葬在今孟
津县送庄镇凤台村，墓已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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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郊：甘为“诗囚”的孟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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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报春晖求功名

一生寒苦催人泪

高天厚地一“诗囚”

□记者 张广英 实习生 王励晴 文/图

公元814年，郑余庆任山南西道节度
使，他惦记着落魄的孟郊生活无着，便奏请
孟郊为节度参谋。64岁的孟郊豪情顿生，
不顾老迈，写下“国老出为将，红旗入青山”
的诗句，前去赴任，却在途中暴病而死。

据史料记载，孟郊死时“家徒壁立，得亲
友助，始得归葬洛阳”。韩愈等人凑钱100
贯，将其“葬之洛阳东其先人墓左”，郑余庆
派人送钱300贯，“为遗孀永久之赖”。在这
些朋友的资助下，诗人孟郊终于可以放下一
生的苦难，长眠北邙了。

孟郊这一辈子，除了作诗，别的事基本
做不好。那么，“一生空吟诗，不觉成白头”
的他，究竟写过多少诗？友人张籍说他“集
诗应万首”，而流传到今天的尚有400余首。

孟郊多写古体诗，有魏晋之风，生前已颇
有名气，时人有“孟诗韩笔”之称，他自己也说

“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将自己与韩愈相
提并论。而韩愈对孟郊是甘拜下风的，他自
称“低头拜东野”，又说“我愿身为云，东野变
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
虽是带有醉意的调侃，却也是真心话。

孟郊之后，又出了一个贾岛，以“二句三年
得，一吟双泪流”著称，同样作起诗来不要命。
韩愈对贾岛也很赏识，写了《赠贾岛》一诗：

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得暂闲。
天恐文章浑断绝，更生贾岛著人间。
贾岛与孟郊同为“苦吟”诗人，平生却未

曾谋面。后来，他独上北邙凭吊这位前辈，
写下了《哭孟郊》一诗：

身死声名在，多应万古传。
寡妻无子息，破宅带林泉。
冢近登山道，诗随过海船。
故人相吊后，斜日下寒天。
到了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将孟郊和贾岛

的诗放在一起评论，称为“郊寒岛瘦”。元代
大诗人元好问则说：“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
厚地一诗囚。”我觉得，“诗囚”这个别号贴切
至极。孟郊是甘愿把自己囚禁在诗的天地
中的，无论昼夜寒暑，苦吟不辍，哪怕被人称
为“寒酸孟夫子”，一生不得志，他也认了。

孟郊死后，据说葬在孟津县送庄镇凤台
村。前段时间，我们来到这里，向村中老人
打听孟郊墓的位置。68岁的宋宏烈老先生
不顾天气炎热，带我们来到村北，在路西一
片田地里指点着说：“孟郊墓的位置就在这
儿，浙江孟郊研究会的人也来找过，可惜现
在地面上什么都没有了。”

宋老先生所指的孟郊墓，距凤台村小学
不远，想必这里的孩子背诵《游子吟》时会格
外用心。只是，由于地面上没有任何标志，
慕名前来寻访孟郊墓的人，难免会感到虚
无。对此，宋老先生也不无遗憾地说：“哪怕
只有一通碑，也会好多了。”

只为诗而生的孟郊“死葬北邙山”已有
1000余年，大概对身后荣辱看得更淡，只要
他的诗一直活着，就足够了。

孟郊字东野，出
生于公元751年。关
于他的籍贯，一说为
湖州武康（今浙江德
清）人，先世曾居河
南；一说为河南洛阳

人，少年时隐居嵩山。不
管哪种说法，孟郊与洛阳
都有渊源。

当时，经过“安史之
乱”的大唐帝国光鲜不再，正处于由
盛转衰的战乱时期。孟郊一出生，这
个世界就没给他好脸色。雪上加霜
的是，他的父亲很快去世了。孟郊跟
着母亲裴氏饱尝生活艰辛，形成了孤
僻内向的性格。

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裴氏对孟郊关
爱有加，不让他插手俗务，只督促他刻苦
读书。裴氏常说：“儿啊，家里的事你不
用管，你只要将来能金榜题名，谋得一官
半职，我后半生就有指望了！”

看着母亲被岁月摧残的脸，孟郊在

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求取功名，光耀门
庭，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30多岁时，孟
郊离开家乡，开始了漫长的游学求仕生
涯。母亲为他准备行装，把无尽的牵挂
和嘱托密密地缝进衣服的针脚里，盼望
他能早日带回好消息。

然而，对于性格孤僻、不善逢迎的孟
郊来说，求取功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据史料记载，他41岁那年第一次到
长安应试，就以失败告终。他深受打击，
满腹不平，觉得这是一种耻辱，写下了

“死辱片时痛，生辱长年羞”的诗句。
43岁那年，孟郊再次到长安应试，

志在必得，却再次落第。这次，他发出了
“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的质问，怀疑
老天专门给他使绊子。

本来就因喜欢写“寒气逼人”的诗，
而不招朝廷待见，加上这样的心态，接下
来他还怎么应试？孟郊想了想，觉得自
己应该去散散心，调整一下状态。于是，
他从长安出发，南下湖北、四川，次年到

了湖南，在汨罗江凭吊屈原后，再北上河
南。两年后，45岁的他第三次赶考，也
许是眼界开阔了，情绪变好了，竟然中了
进士第。

孟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欣
喜若狂地写下了著名的《登科后》：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对半生潦倒的孟郊来说，好运似乎

就要来了。他踌躇满志，不像别人那样
走门路、托关系，而是坐等朝廷放官，结
果在等待中煎熬了四五年。直到公元
801年，51岁的孟郊才被授以溧阳县尉
（县治在江苏）一职。

不管怎么样，他终于可以稳定下
来，给母亲一个交待了。孟郊上任不
久，就将年迈的母亲接来同住。也就是
在这个时候，他写下了千古传唱的母爱
颂歌——《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在鱼米之香溧阳，孟郊担任县尉。
这是级别最低的九品文官，负责催租征
税、判狱缉盗之类的锁事，要整天和老百
姓打交道。他是孤傲的诗人，哪里通这
些衙门里的俗务？

于是，每天一上班，孟郊便以体察民
情的名义外出，到青山秀水间作诗采
风。县令没办法，只好把他的工作交给
别人做，工资当然也要被扣掉一半。孟
郊的日子依然过得困窘，在任上好不容
易混了三年，感慨“官阶泥水深，下脚道
路斜”，干脆辞了职。看来，他真不是一
个当官的料儿。

辞官归家后，贫困如影随形，孟郊的
日子更加难过。好在当年在长安应试
时，他结识了比自己小17岁的韩愈。这
个年轻人很会来事儿，仕途走得也顺，更
难得的是，他不嫌弃孟郊这位又老又穷
的朋友，将其引为知己，对其诗作和人品
都非常推崇。

公元806年，韩愈看孟郊的生活实
在过不下去了，就向当时任河南尹的郑
余庆推荐了他。德高望重的郑余庆看中
孟郊的才华，当即授予他水陆转运判官
一职。

孟郊赴洛阳上任时，已贫困到了
“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的地步。
郑余庆将他安置在洛水北岸的洛阳立
德坊，为他设了显赫的“水陆转运判官
孟郊宅”门牌，对他的生活很照顾。应
该说，这段时间，孟郊的身心得到了休
憩和放松。不过，他固守清贫，本色不
改，仍时刻关注民间疾苦。不久，由于
母亲去世，他不得不回家尽孝，又离开
了这个职位。

母亲的死令孟郊十分悲痛，然而，不

幸还远远没有结束：他的第一任妻子早
已去世，留下的孩子十几岁时也死了；续
娶的妻子郑氏又生了3个孩子，结果在
他将近60岁的时候，天灾陡降，3个孩子
在一场疫病中先后夭折。

失子的悲痛几乎将孟郊击垮了。郑
氏终日诵经，在佛门中寻求解脱，孟郊解
脱的方式只有写诗歌。他一口气写了
《杏殇》九首，以哀悼早夭的孩子。其中
有“踏地恐土痛，损彼芳树根。此诚天不
知，剪弃我子孙”等诗句，说自己不忍踏
地，怕踩痛埋在下面的幼子，真是字字带
血，催人泪下。

在身后无子的忧伤中，孟郊真的老
了。他体弱多病，老眼昏花，晚景万分悲
凉。《秋怀十五首》就是他这段时间生活
的写照：“孤骨夜难卧，吟虫相唧唧”、“秋
至老更贫，破屋无门扉”、“一片月落床，
四壁风入衣”……字字句句都含悲。至
于“老人朝夕异，生死每日中”、“幽苦日
日甚，老力步步微。常恐暂下床，至门不
复归”等诗句，更是告诉人们他的时间不
多了，生命随时都有结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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